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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民乐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极不平凡、极

具考验的一年。一年来，面对新冠疫情多轮冲击和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县

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庆祝党的二十大、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坚决贯彻党中央“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要求，大力实施“四

强”行动，稳步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全面加快“三

个示范区（园）”建设，深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全县呈现出经济运行平稳、社会和谐稳

定的良好局面。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3.68 亿元，比上

年增长 5.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4.3 亿元，增长

6.1%；第二产业增加值 15.74 亿元，增长 5.7%，第二产业

中工业增加值增长 0.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2%；第三产业增加值 33.64 亿元，增长 5.3%。 



2018-2022 年民乐县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提高，

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全县第一、二、三产

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021 年的 33.7：20.3：46

调整为 33：21.4：45.6，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所占比重

下降 0.7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提高 1.1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下降 0.4 个百分点。 

民乐县 2022 年三次产业结构 

 



二、农业 

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107.13 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

为 70.12 万亩，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34.43 万吨。蔬菜园

艺播种面积 9.04 万亩，其中蔬菜播种面积（含菜用瓜）

8.99 万亩，蔬菜产量 12.79 万吨；油料播种面积 5.11 万

亩，油料产量 1.07 万吨；中药材播种面积 17.63万亩，中

药材产量 7.25 万吨。 

2022 年种植业生产情况 

                            单位：亩、吨、万枝 

指       标 数量 指       标 数量 

农作物播种面积合计 1071304.8 夏收豆类产量 1995.2 

一.谷物及其它作物播种面积 804038.77 (三)折粮薯类播种面积 120137.2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701217.1    折粮薯类产量 64514.2 

粮食作物总产量 344328.47 粮食播种面积中粮食制种面积 27750 

(一)谷物播种面积 562498.6    粮食制种产量 17855 

   谷物产量 275467.07 （四）油料播种面积 51102.92 

1.小麦播种面积 308306.54    油料产量 10765.4 

   小麦产量 132437.05 （五）甜菜播种面积 380 

2.玉米播种面积 194239.56    甜菜产量 1108 

   玉米产量 119161.1 （六）其他作物播种面积 51338.75 

3.谷子播种面积 5394.6 二.蔬菜园艺播种面积 90438.54 

   谷子产量 1393.72 （一）蔬菜播种面积(含菜用瓜） 89895.54 

4.啤酒大麦播种面积 44409.9    蔬菜产量 127871.63 

   啤酒大麦产量 19166.2   1.食用菌产量 2213.92 

5.高粱播种面积 5860   2.其它蔬菜产量 125657.71 

   高粱产量 1758 （二）花卉种植面积 543 

(二)豆类播种面积 18581.3    鲜切花产量 1629 

   豆类产量 4347.2 三.瓜果、坚果、饮料及香料作物播种面积 549.6 

  1.蚕豆播种面积 9671.1 四.中草药材播种面积 176277.84 



    蚕豆产量 2292 中草药材产量 72545 

  2.其他豆类播种面积 8510.2 当归播种面积 9334 

     其他豆类产量 1995.2    当归产量 4155 

     其中：夏收豆类播种面积 8510.2 附：制种面积 60069.75 

     特色、节水农业成效显著。全年玉米播种面积 19.42 万

亩，马铃薯播种面积 12.01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 43.07 万

亩，其中垄膜沟灌面积 12.01 万亩，膜下滴灌面积 6.85 万

亩。 

设施农业稳定发展。2022 年全县共有设施数量 5813

座，设施实际使用面积达 6225.66 亩。设施种植面积

7698.6 亩。其中，蔬菜种植面积 5713.9 亩，蔬菜产量

16227.65 吨；设施水果（包含瓜果类)种植面积 8.6 亩，设

施水果（包含瓜果类)产量 2.3 吨；花卉苗木面积 46 亩，

花卉苗木产量 20.1 万枝；食用菌种植面积 1620.1亩，食

用菌产量 2084.32 吨；其他作物种植面积 310 亩，其他作

物产量 136.1 吨。 

  



2022 年设施种植分品种种植面积情况 

单位：亩 

 

猪暖棚面积 29.17 万平方米，牛暖棚面积 37.57万平

方米，羊暖棚面积 47.09 万平方米，标准化鸡舍面积 4.11

万平方米。 

2022 年设施农业生产情况 

                 单位：座、亩、吨、万枝、万平方米、头、只 

指      标 数量 

一、设施数量 5813 

设施占地面积 6862.45 

设施实际使用面积 6225.66 

二、设施种植面积 7698.6 

(一）蔬菜种植面积 5713.9 

     蔬菜产量 16227.65 

（二）设施水果（包含瓜果类）种植面积 8.6 

     设施水果（包含瓜果类）产量 2.3 

（三）花卉苗木种植面积 46 



     花卉苗木产量 20.1 

（四）食用菌种植面积 1620.1 

     食用菌产量 2084.32 

（五）其他作物种植面积 310 

     其他作物产量 136.1 

三、设施畜牧业  

  猪暖棚面积 29.17 

  牛暖棚面积 39.57 

  羊暖棚面积 47.09 

标准化鸡舍面积 4.11 

全县全年大牲畜合计 79646 头，其中役畜 33 头，仔畜

9861 头。年末猪存栏 15.45 万头，年末羊存栏 49.38 万

只，年末鸡(鸭.鹅)存栏 60.11 万只。全年猪、牛、羊出栏

分别为 26.01 万头、1.95 万头、43.16 万只。全年肉类总

产量 27436.64 吨，牛奶产量 18757.06 吨，绵羊毛产量

932.24 吨。 

2022 年畜牧业生产经营情况 

                                 单位：头、匹、只、万只、吨 

指      标 数量 指      标 数量 

1.大牲畜合计 79646 8.当年出售和自宰的肉用马 110 

  (1)牛 78389 9.当年出售和自宰的肉用骡子 11 

  (2)马 345 10.当年出售和自宰的肉用驴 454 

  (3)驴 892 11.当年出售和自宰的肉用羊 431550 

  (4)骡 20 12.特种禽出售量 0 

在大牲畜中:役畜 33 13.畜产品产量  

2.年末猪存栏 154500    肉产量 27436.64 

  其中:能繁殖的母畜 23957    牛奶产量 18757.06 

3.年末羊存栏 493800    羊奶产量 145.14 



  其中:能繁殖的母畜 266240   山羊毛产量 20.24 

4.年末鸡(鸭.鹅)存栏 60.11   山羊绒产量 4.04 

5.当年家兔出栏 0.02   绵羊毛产量 932.24 

6.当年出栏肉猪头数 260136    鲜蛋产量 2777.08 

7.当年出售和自宰的肉用牛 19450      

三、工业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0.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 89%。 

2018-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增长率 

 

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大中型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7.1

亿元，同比增长 2.4%。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完成增加值

8.35 亿元，同比下降 2.5%；重工业完成增加值 1.51 亿

元，同比增长 1.9%。 

全县 28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营业收入达 30.37 亿

元，利润总额达 1.36 亿元，实现税金及附加 0.66 亿元，



资产负债率 63.8%，营业收入利润率 4.47%，从业人员年平

均人数 0.32 万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 

                       单位：亿元 

企业单位数（个） 28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36.22 

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 32.24 

年末存货 8.79 

资产总计 48.60 

负债合计 31.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58 

营业收入 30.37 

营业成本 20.71 

税金及附加 0.66 

销售费用 5.15 

管理费用 1.81 

财务费用 0.75 

营业利润 1.02 

利润总额 1.36 

本年应交增值税 0.59 

营业收入利润率(%) 4.47 

资产负债率（%） 63.8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万人) 0.32 

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元） 68.19 

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天） 40.8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22 年，全县 500 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82%。其中：房地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76.12%。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7%；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52 倍；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15.77%。 



2018-2022 年固定资产增长速度（%） 

 

全年在库投资项目 84 个，房地产项目 17 个，从计划

总投资来看，全县亿元以上投资项目有 29 个，占项目总数

的 28.71%，亿元以下 50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 18 个，占项

目总数的 17.82%，500-5000 万元投资项目 37 个，占项目

总数的 36.63%，房地产项目 17 个，占项目总数的

16.83%，亿元以上投资项目个数比重比上年下降 0.41 个百

分点，亿元以下 50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个数比重比上年提

高 5.2 个百分点，500-5000 万元投资项目个数比重比上年

下降 4.15 个百分点，房地产项目个数比重比上年下降 0.65

个百分点。 

五、交通、邮电和旅游 

投资 4933.45 万元，建成 S301 线海潮坝河桥危桥改造

（震后重建）项目、S301 线山民交界至双树寺水库段养护



维修工程 16.25公里、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22.94公里、农

村公路养护维修工程 11.63 公里、“四好农村路”信息化

监管和服务平台、自然村组道路 5.653 公里、滨河酒文化

产业园道路 3.62 公里、张扁高速民乐连接线拱形骨架项目

1.83 公里。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农村公路建设技术

标准，加强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项目一次性交（竣）工

验收合格率达 100%。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对 265 名出租

车从业人员按照年龄、性别、政治面貌等划分为“党员车

队”“巾帼车队”“青年车队”3 个小集体，分别推选车队

队长，实行网格化监督管理，全面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水

平。 

全县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10860 万元，同比增长 1.02%，

年末全社会电话用户达 124200 户，年末全社会互联网用户

80123 户，比上年下降 1627 户，下降 2.0%。邮政业务总量

1066.3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1%，全年订阅报纸 265 万

份，比上年增长 37%，订阅杂志 5.15 万份。 

2022 年，全县接待境内外游客 569.32 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总收入 27.9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7.79%、7.12%，

新增旅游直接就业人员 330 人，比上年增长 10.81%，总人

数达 3400 余人，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达 17.72%。开发石门

峡一日游户外探险运动项目、国道 227 线骑游户外运动项



目 2 个；西部健康养老医养旅游产品 1 个，雪域花谷旅游

度假区、西北天狼研学扩展基地研学旅游产品 2 个，民乐

古城、民乐现代丝路田园综合体参与性和体验性的特色文

化旅游项目 2 个。新建民乐现代丝路田园综合体温泉康养

基地 1 个，民乐现代丝路田园综合体自驾游营地 1 个。扶

持开发紫皮大蒜、滨河九粮液等地标性文化旅游商品，重

点培育民乐县金阳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民乐馆）、甘肃

滨河九粮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2 家文化旅游商品开发企

业，积极选送文化旅游商品参加国家、省市举办的各类商

品展和商品大赛。 

六、贸易经济和市场物价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29 亿元，同比增长

7.2%。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组，城镇零售额 18.08 亿元，

同比增长 10.6%；乡村零售额 10.21 亿元，同比增长

1.6%。按消费形态分，餐饮业收入 5.24 亿元，同比增长

7.4%，商品零售额 23.05 亿元，同比增长 7.2%。 

全县个体工商户达 12056 户，同比增长 9.09%，其中，

2022 年度新登记个体户 1689 户。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70318万元，同比增长

21.8%，其中：税收收入 31517 万元，占大口径财政收入的

44.82%，非税收入 15986 万元，占大口径财政收入的

22.73%，政府性基金收入 13697万元，占大口径财政收入

的 19.4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1074 万元，同比下降

0.93%。其中：税收收入 1558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 50.15%，非税收入 15489 万元，占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 49.85%。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028921 万元，增长

11.27%。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975790 万元，增长

15.89%，其中，住户贷款 475985万元，住户贷款中短期贷

款 238571 万元，中长期贷款 237413 万元，非金融企业及

机关团体贷款 499806 万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中

短期贷款 104119万元，中长期贷款 395686 万元。 

全年保费收入 16435.8 万元，同比增长 3.1%，其中财

险保费收入 5224.94 万元，赔款支出 3537.2 万元，人寿保

费收入 11210.85万元，赔款支出 2624.32 万元。 

八、文化产业和教育 

2022 年，全县文化产业法人单位达到 285 家，新增从

业人员 216 人，达到 3382 人。实施文化旅游重点项目 6



项，总投资 5.6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8 亿元，完成投资

4.8 亿元。 

2022 年末全县共有高（职）中 2 所，在校学生 8498

人，其中，男生 4780 人,女生 3718 人，专任教师 587 人；

初级中学 3 所，在校学生 6905 人，其中，男生 4159,女生

2746 人，专任教师 463 人。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在校学

生 1803 人，其中，男生 1085 人,女生 718 人，专任教师

127 人。完全小学 28 所，教学点 17 个，在校学生 15359

人。幼儿园 66 所，学前及在园幼儿 7301 人。小学阶段学

生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均达 100%，15 周岁人口初等义

务教育完成率 100%；初中阶段学生入学率达 100%。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县有文化馆 2 个，年组织开展歌曲文艺演出 200 场

次，博物馆 1 个，馆藏文物 9828 件(套)。公共图书馆 1

个，2022 年到馆人数 29692 人次，书刊借阅册数 2.25 万

册。文化站 10个，农家书屋 172 个。全县共有广播电视台 1

个，村通播率 100%；有线电视总户数 31952户，其中城市

17658户，农村 14294户。 

全县共有卫生机构 275 个，其中：县级医院 4 个、乡

镇卫生院 13 个,其他卫生机构 4 个,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



188 个。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1107 人，其中执业医师 447

人，执业助理医师 164 人，注册护士 285 人，药剂人员 26

人，检验人员 21 人，其他人员 164 人;共有卫生机构编制

床位 1979 张，实有床位 2212 张。 

全县共有篮球场 371 个，排球场 103 个，足球场 53

个，全年共举办运动会 11 次，其中：县级 1 次，乡镇级 10

次。 

十、人口和人民生活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19.06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9.4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49.4%；乡村人口 9.64 万人，占总

人口比重为 50.6%。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194

元，同比增加 1008 元，增长 6.64%。四项收入其中：工资

性收入人均 5619.28 元，同比增长 6.71%；经营净收入人均

8086.66 元，同比增长 7.02%；财产净收入人均 913.85

元，同比增长 6.88%。转移性净收入人均 1574.22元，同比

增长 4.35%。 

2022 年，民乐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6591.73

元，同比增加 927.57 元，增长 5.92%。其中,食品烟酒消费

支出 4972.31 元,同比增长 11.06%，衣着消费支出 1101.70

元,同比增长 4.46%，居住消费支出 2962.08 元，同比增长



5.08%，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 671.85 元,同比增长

1.27%，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 2489.16 元，同比增长

4.92%，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2366.38 元,同比增长

1.93%，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1730.58 元，同比增长 3.54%，

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 297.66元，同比增长 4.64%。 

2022 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2022 年，民乐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9741.30

元，同比增加 1209.70 元，增长 4.24%。其中工资性收入人

均 18573.32 元，同比增长 4.51%；经营净收入人均

8556.02 元，同比增长 3.32%；财产净收入人均 1281.51

元，同比增长 4.96%。转移性净收入人均 1330.45元，同比

增长 5.76%。 



2018-2022 年居民可支配收入 

 

2022 年，民乐县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6046.27

元，同比增加 1023.70 元，增长 4.09%，其中,食品烟酒消

费支出 7269.34元,同比增长 3.76%，衣着消费支出

3425.96 元,同比增长 3.69%，居住消费支出 5207.02 元，

同比增长 7.02%，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 1459.38 元,同

比增长 3.44%，交通通讯消费支出 3180.12 元,同比增长

2.9%，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 3420.63 元,同比增长

0.37%，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1677.18 元，同比增长 7.97%，

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 406.63元，同比增长 5.80%。 

  



2022 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十一、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年末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

15311 人；年末城镇享受低保户数为 1421 户，人数为 2845

人，发放保障金 2024.95 万元；年末农村享受低保户数为

5398 户，人数为 13472 人，发放保障金 4963.32万元。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 198882 人，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 13840 人；参加城镇社会

养老保险的人数达 4756 人，参保率达 97.62%;参加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的人数达 132259 人，参保率达 98.25%。 

十二、安全生产 



2022 年，全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 起（均为交通运输

业事故），死亡 3 人，受伤 2 人，直接经济损失 0.15 万

元。同比，事故起数减少 1 起，下降 20%；死亡人数减少 1

人，下降 25%；受伤人数减少 1 人，下降 33.33%；直接经

济损失减少 115.9 万元,下降 99.87%。安全生产四项指标

“全面下降”。自然灾害方面，受青海门源“1·08”6.9

级地震影响，我县直接经济损失 19.67 亿元，无人员伤

亡。5 月 1 日至 3 日，低温冷冻灾害造成全县 2 个镇 7 个村

共 1336 户 4113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518.05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约 138.65 万元。8 月 9 日，风雹灾害造成六坝

镇六坝村 122 户 529 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23 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约 247 万元。无其他自然灾害。 

注：1.本公报数据大部分来自年度统计报表，另有一部分来自

抽样调查和部门统计报表。 

      2.部门统计数据以部门上报年报为主要参考依据。 


